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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班主任我是班主任

第一阶段：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第一次约见，我随口说了一句“长得挺漂亮的”，
她便哭泣着说“长得漂亮没有用”。

我：什么事让你难过，能与我聊聊吗？
她：想换同桌，同桌打扰到我学习。他把自己的

小黄帽放在我的桌上，说是我偷的。今年上半年，我
的一件新校服被人剪了个洞，书包也莫名其妙被划
破过。

我：新校服破了，妈妈有说你吗？
她：妈妈没有说我。
我：这些问题中，你最想解决哪个？
她：都想解决。
我：一次只能选一个。
她：让自己开心起来。
我：好的，那就从每天睡前十分钟记录“三件好

事”开始。
她：怎样算是好事？
我：如你忘带橡皮，同学借你，就是一件好事。

应对之策
从对话中，我感受到她认知偏激，情绪易激惹，

问题归因都是外归因，负面情绪持续近一年，介于一
般与严重心理问题之间。

这样训练三周后，我去请她变成她主动找我。我
让她思考：这件好事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才能让这样
的好事更多地发生？通过近一个月的训练，情绪略有
改善。

第二阶段：体验不快乐的根源

这次，我让她分析自己身上的优势，哪些可以让
同学效仿？

她：好像没有。
我引导她，比如：你善良、爱干净等。
她想了想：在运动会上为班争光，200米跑时，

获年段第六名，给班级加分。

应对之策
因为小兰的认知有些片面，不符合自己内心的

事，就对人、事作出消极评价，让她感受例外。小兰人
际关系不好，其实也是她主动疏远同学的结果。

为此，我采取角色扮演法，让小兰扮演其他同学，
我扮演她，我们进行场景对话，让她看到自己身上存
在的不足和别人受欢迎的原因。在大课间时，我让小
兰带领同学跑步，增强小兰快乐体验。小兰很乐意，她
领着同学们在前面跑，脸上的笑容明显增多了。

第三阶段：聚焦未来，感觉未来可期

我采用短期焦点，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在生活中
建立改变的方法，让她描述想要的未来样子。

我：最近有什么好事？
她：妈妈夸我字写得干净，比弟弟懂事。
我：这是令人开心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

想过未来从事什么职业？
她：我想过当演员，但这行很难。
我：你觉得难在哪里？
她：要面对台下这么多人，很紧张。
我：还有没有其他？
她：想过当老师，但想到如果班里

学生离家出走，班主任满大街地找，这
不是很心累。

我：这些想法跟你父母交流过吗？

她：没有，有时候，我真想能像我妈那样狠毒，就
好了。

我问：你妈打你吗？
她说：3月初前，打我（这是她离家出走的日子）。
我问：那你爸爸呢?
她说：我爸爸什么事都不管，非常忙的，我妈对

他也有意见。

应对之策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利用母亲节快到来之际，

鼓励全班都写一封信感恩信给母亲，然后请小兰母
亲写回信给孩子。

第四阶段：重构人际支持系统

征得小兰同意后约谈父母，目的是了解父母对孩
子的教养态度和教养方式；同时让父母更好地了解孩
子的心理需要。交谈中发现，妈妈对小兰有很多负性
评价，表现出对小兰目前的情况有深深的无力感。

我给他们每人发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允许写
各自的优点，不允许写缺点，真诚地交换。然后，请家
庭成员写出自己对其他成员的期待和建议，一起探
讨哪些行为是可以做到的，哪些还需要进一步商量。

小兰一家的协议如下：父母承诺控制脾气，不当
着孩子吵架，并尽量每天一起吃晚餐；孩子也承诺不
离家出走，凡出门或离开必告诉父母，天天去上学。

协议签订后，全家人都无意识地舒了一口气。此
时，我示意妈妈拿出写给小兰的信。

小兰：
我亲爱的孩子，这是一封感谢信，一封写在妈妈

心里的感谢信。
前两天你弟弟生日，大家都给弟弟祝福时，你说

一块蛋糕要给妈妈，妈妈生你最辛苦。还记得临产那
一天，妈妈躺在推车上要进入手术室了，心里好害怕，
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你似乎懂得妈妈的需要，追着
妈妈的推车：“妈妈，加油！妈妈，加油！”我亲爱的孩
子，谢谢你！你的鼓励让妈妈顿时有了力量。

孩子，感谢你让我做你的妈妈，妈妈只给你最简
单的生活，你却给我巨大的安慰。不问将来如何，你
是我最幸福的牵挂，感谢你让我做你的妈妈。

爱你的妈妈 5月27日

小兰看完信后，抱住妈妈哭得稀里哗啦，而母亲
也流下眼泪。

持续近三个月的咨询，我能明显感觉到整个家
庭的氛围比刚来咨询时要轻松很多，尤其是小兰，她
眼里有了一种光彩。但小兰的家庭问题不可能一次
就彻底解决，我善意提醒父母去专业的婚姻机构进
行咨询，以便两个孩子茁壮成长。

都说班主
任是天底下最
小的官，但是
我不太赞同这
种说法，因为
我一直坚信：
在 孩 子 们 眼
里，他们就是
最大的官。

在这个版
块，请看班主
任怎么诠释他
们的“权力”。

栏目主持人
记者 章萍

小兰（化名），女，10岁，四年级。她是二胎家庭中的姐姐，有个弟弟。
一次，因为家庭作业本落在学校，母女两人在教室里发生争执，女儿情绪失控，让

母亲报警，母亲被激怒，真的报了警。
这个孩子的倔强，老师早有耳闻。她曾离家出走，母亲却很淡定说不用寻找。
在学校里，小兰也曾因没当上升旗手、班干部、换位子等问题与老师理论，和班中

同伴关系也不佳。
事情发生那天，小兰让同桌捡课桌下的垃圾，同桌不予理会，于是两人发生口角。

小兰认为大家都针对她，因此情绪爆发。

老师探究老师探究

辅导结束后一个月，
小兰在班上有了和她一起
玩的小伙伴，她妈发来两
个字“谢谢！”。这学期开学
初，小兰当上了体育委员。
周末一家人经常出去吃
饭、玩。

大部分学生的心理问
题是由微小事件积累起来
的,如果在平时的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中能及时化
解，就可防微杜渐。学生心
理问题尽量联结同盟军:
原生家庭。苏霍姆林斯基
曾说:儿童的心灵是敏感
的，它是为接受一切好的
东西而敞开的。我想平时
多从积极情绪出发，不断
完善，那尘封已久的心也
慢慢温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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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在教室里争吵
最后妈妈报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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